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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育的花色无法通过种子稳定遗传

昆虫看到的花比人类看到的更“美”

花青素随pH值变化让花呈现不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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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的观赏价值之中，
花色最引人注目。但是单一
或有限的几种颜色远远不能
满足观赏的需要，人们期望通
过各种方法获得新颖独特的
花色。

“一般来讲，大多数植物
的花色相对稳定，因为其‘爹
妈’传给它们的基因很稳定。
但我们观赏的很多花卉品种
都是人工选育而非大自然选
择的结果。”罗乐说，前文提到
的另类绿色樱花就在此列。

“绿樱花名叫‘郁金’，属晚樱

品种。由于绿色的花很难吸
引昆虫授粉，因此这种绿樱是
经过长时间人工选育而来
的。”

实际上，人工选择尤其是
杂交育种大大丰富了鲜花的
颜色，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取得显著成果。如牡丹，其最
早花色只有粉红一种，经过人
为的选种、杂交，再通过嫁接
技术稳定栽培，在北宋中叶，
几十年功夫就创造出深红、肉
红、紫色、墨紫、黄色、白色等各
种颜色；又如虞美人，经过人

工选育，目前花色已有红色、
黄色、橙色、白色、蓝色等。

但是，罗乐同时指出，“温
室的花朵”本身就可能不结实
或败育，花色不能依靠种子稳
定遗传，因此其流传就需要通
过嫁接、扦插等无性繁殖方式
进行。

此外，想要通过改变栽
培环境如光照等来改变植物
的花色基本难以实现，只有很
少数的植物如八仙花，改变栽
培环境的酸碱度就可能改变
其花色。 （科技日报）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
絮飞时花满城。在这踏青
季节，杨柳飞絮又“如约而
至”。有人认为，只要是杨
树、柳树就都会飞絮，是这
样吗？

“并不是所有的杨树、
柳树都会产生飞絮。”河南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良厚说，飞絮均来自于
杨树和柳树的雌株。春季
空中飘散的杨柳飞絮其实
是杨柳雌树的种子和衍生
物，杨柳树为了传播繁衍
下一代，每逢春天，就“派
出”这些白色絮状的绒毛，

携带着种子，以风为媒，漫
天飞散。

杨树和柳树，都是雌
雄异株的树种。李良厚进
一步解释，到了春天，雄树
的花粉花絮，会飘落在有
黏液的雌株柱头上，受精
之后，长成果实。而种子
就在果实内包裹着，人们
肉眼所看到的杨柳飞絮，
其实是种子的冠毛。从生
物学的角度来讲，通过冠
毛的飘浮作用，杨树和柳
树得以完成自然繁衍。

据了解，一棵成熟的雌
树能产生约1公斤的飞絮。

春暖花开走进春暖花开走进““花花花花””世界世界

花色缤纷花色缤纷，，不只是为了美这么简单不只是为了美这么简单
近日，绿樱花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盛开，花是浅绿色的，非常稀有，

被称作是“樱花界的大熊猫”。樱花为什么会有绿色的？花的各种颜
色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园林
学院副教授罗乐。

赤橙黄绿青蓝紫，鲜花
以其丰富的色彩，令人感受到
生命的无限魅力。那么大自
然究竟是如何让这些花朵有
了缤纷的色彩呢？

罗乐说：“花色是植物长
期进化的结果，是由基因决定
的。鲜花花瓣细胞中含有花
青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
主要色素，在不同细胞液pH
值下，这些色素会让花朵显示
出不同的颜色。例如，如果花
瓣细胞中的色素以花青素为
主，那么花朵的颜色一般在
红、紫、蓝三色之间变化；以叶
黄素为主的一般呈现淡黄或
黄色；以类胡萝卜素为主的则
在黄、橘红色之间变化。”

科学家发现，在植物花
朵含有的色素中，类胡萝卜素

比较稳定，并不会对酸碱做出
什么指示性反应，因此含类胡
萝卜素多的花能够稳定显示
出黄色与橙色。但花青素就
很不稳定，自然界鲜花颜色丰
富多彩与它的这一特性密切
相关。

“花青素是形成鲜花色
泽最主要的色素，它犹如一条
变色龙，对酸碱度很敏感，只
要酸碱度稍微变化，它的颜色
即会随之改变。”罗乐说，“例
如，在不同的细胞液pH值
下，花青素的显色结果不同。
在pH值呈酸性时，它会变成
红色，酸性愈强，颜色愈红；在
pH值为中性时，它呈现紫
色；在pH值呈碱性时，它会
变成蓝色，碱性较强时，则变
成蓝黑色。”

“此外，有些植物的花青
素在不同光照、温度、土壤等
环境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
的反应和变化。这就导致了
有些花的颜色会一日三变，如
牵牛花的花瓣在清晨是粉红
色，之后会变成紫红色，最后
变成蓝色。”罗乐说。

自然界中的花以白色居
多，其次是黄、红、蓝、紫、橙，
少见的是绿色，几乎没有黑
色，这是为什么呢？罗乐说：

“如果花朵不含有任何色素，
花瓣会呈自然白色，这是由于
花瓣中的微小气泡会把光线
全部反射形成的。而黑色能
吸收光波，黑色的花易受光波
照射的伤害，因而被自然界逐
渐淘汰。这是大自然在生物
进化过程中选择的结果。”

记得有一首歌中问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我
们也想问问除了扮靓世界，花
朵缤纷的色彩还有其他的意
义吗？

“通俗地说，为了活下去，
繁衍后代。”罗乐一言蔽之，接
着他解释道，“花是植物繁衍
后代的一个特殊器官，花的颜
色是引导昆虫、鸟类甚至一些
动物的标志之一。从科学意
义上来说，植物花的颜色是其
与授粉动物之间极为重要的
信息媒介之一。”

由于植物扎根大地无法
移动，因此它们“想”了很多办
法借助蜜蜂、蝴蝶等昆虫来帮
自己授粉。

罗乐介绍说，一朵花生
成某种颜色，往往与能感觉到
这种颜色信号的昆虫有关。

例如，蜜蜂、黄蜂偏爱粉红色、
紫色和蓝色；蝇类和甲虫喜欢
暗黄色；夜间活动的蛾类对白
色敏感；蝴蝶识别红色的本领
最高，在热带、亚热带，开大红
花的植物种类较多。

有趣的是，由于视觉光
谱不同，昆虫眼中的花朵与人
类眼中的花朵完全不同。据
《每日邮报》报道，包括蜜蜂在
内的许多昆虫能接收的光谱
范围都比人类要广，紫外光是
它们能辨别的光线之一，在紫
外光下，花粉、花蜜所在的部
位往往格外耀眼或者颜色更
深，能吸引昆虫找到正确的位
置，进行采蜜传粉。

比如，生长在河畔沙地
上的月见草在人看来完全是
黄色，而在昆虫眼中它的中心
部位却格外艳丽；同样，蜜蜂

看到的蒲公英，其中心与周边
也有明显的色彩差异；俗称

“白头翁”的银莲花在昆虫眼
中是一片蓝色，而中心的黄色
花蕊则会呈现暗黑色；原本蓝
紫花瓣、黄色花蕊的藏红花在
紫外光下会分出鲜明的三个
色区，中间的花蕊部分呈现出
很深的红褐色。

罗乐指出，同类昆虫对
不同颜色的感知也存在区别，
它们通过各自的感知办法，认
识自己喜欢的花朵，在采蜜的
同时帮助花朵传粉，完成大自
然中的物种协同进化过程。
而通过对不同花色的感知和
偏爱，不同种类的昆虫也会避
免对同一种植物花蜜的竞争，
这也被称为不同物种“生态位
的分离”，从而使得各种生物
都能够较好地生存下来。

春天小烦恼来了解一下
柳絮、花粉这些春天的

“小烦恼”也影响了不少人
的生活。那么关于这些“烦
恼”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吗？

“风媒花”是致敏祸首

春天有不少人因花粉
的大量传播而过敏。有人
认为桃花、油菜花等颜色
鲜艳的花，花粉含量多，是
引发过敏的祸首；也有人
表示，像树、草、小野花，这
些由风媒授粉的植物才是
主因，哪个说法正确呢？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
易花粉过敏是因为花团锦
簇，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
主任祝戎飞说，桃花、油菜

花等颜色鲜艳的花并不容
易引起过敏。这些花都是

“虫媒花”，它们的花粉颗
粒大、重而黏，在空气中飘
不起来，只能吸引蜜蜂授
粉，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
它们过敏。而来自树、草、
小野花的花粉叫“风媒
花”，才是导致花粉过敏的

“主凶”。这些花粉小到肉
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
多。风一吹，花粉在空气
中大量飘浮，人接触和吸
入后很容易致敏。

杨树柳树雌株才会飞絮


